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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Ts·达木丁苏伦从接受的角度提出了对于蒙古族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 

文学翻译蒙古本_-E4~研究及甄别与周边文学题材类似作品研究的两个课题，在蒙古族文 

学史的书写实践中确立了周边文学关系研究的地位。Ts·达木丁苏伦有关蒙古族文学关 

系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对蒙古国的文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证明了只有弄清本民族 

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交往与相互关系，才能够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同时，也为 

我们展现了在蒙古族文学研究中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的深远意义和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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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达木丁苏伦一生的大部分文学研究活 

动均与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密切相关。注重蒙 

古族文学与周边文学关系的研究，是 Ts·达木 

丁苏伦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特色。在某 

种意义上讲，Ts·达木丁苏伦有关蒙古族文学关 

系方面的著述奠定了蒙古族文学、文化关系研 

究的基础，为蒙古族文学关系、文化关系研究的 

开拓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Ts·达木丁苏伦将对蒙古族文学关系方面 

的思考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归纳，多次公开发表 

在 自己的学术论文中。本文主要根据 Ts·达木 

丁苏伦《蒙古古代文学的民主方向》、《从蒙古族 

文学研究历史谈起》、《保护文化遗产》、《蒙古族 

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蒙古古代文学简 

述》、《(蒙古族文学概要)之编写的一些经验》、 

《蒙古古代文学精选百篇·蒙古族文学源流》等 

多篇论文及其相关个案研究，初步梳理 Ts·达 

木丁苏伦在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方面的理论阐 

释及其实践意义。 
一

、对于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意义的体察 

对于文学关系研究和文学借鉴研究的重要 

意义，美国学者约瑟夫·肖总结道：“直接的文学 

关系研究和文学借鉴的研究却仍然是文学学术 

研究的主要内容，任何新的文学研究的书目都 

可以表明，这类研究在比较文学中依然占有重 

要地位。被人认为可以取而代之的各种研究领 

域，无论是平行类同的研究，各种‘流派’的研 

究，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或是各种主题及其在 

各个时代、各种文学中不同处理的研究等等，都 

不能取消直接文学关系这一项研究存在的理 

由。”①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rrs·达木丁苏 

伦对于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意义的认识是基于 

他对蒙古文化关系敏锐洞察的基础上形成的。 

他曾说：“蒙古族文学中存在着印度、西藏的影 

响，对于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但这并不是可 

以认为蒙古作品不是蒙古作品的证据，这只能 

作为说明印度、西藏、蒙古人民在古代文化上有 

着深厚联系的有力证据。”∞他能够从一些平常 

的文学现象洞察到现象背后普遍存在的问题。 

每一个民族由于其“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民 

族之间的相互影响”(3)的不同，创造出千差万 

别、水平不一的文化。Ts·达木丁苏伦能够敏锐 

地洞察到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为他的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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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排除本民族 

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 

情况而孤立地发展。蒙古文化亦是如此，它不 

是封闭和孤立的，而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 

流、融合中发展起来的。历史上，有着深厚积淀 

的蒙古文化与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波 

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都曾有过非常密切 

的接触。 同样，民族文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 

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系统中进行，一 

个民族的文学与他民族文学的交流是不可回避 

的事实。蒙古族文学也是一方面继承了本民族 

古老而丰富多彩的民间传统，另一方面还受到 

来自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不同程度的 

影响。 

历史上，印度文学、我国藏族文学、汉族文 

学等周边民族文学在内容、文体、人物形象、主 

题或手法、风格等方面对蒙古族文学的发展产 

生了深刻而普遍的影响，促进了蒙古族文学的 

发展。蒙古独特的历史文化因素决定了蒙古族 

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并非是封闭孤立和绝无往来 

的，而是在与周边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彼此影响 

之中发展成长的。蒙古族文学发展的历史状况 

决定了研究蒙古族文学史不能脱离蒙古族文学 

的关系研究。“要说清楚本国文学的发展，不可 

能不涉及外国文学。同时，为了说明本国文学 

的特点，也需要同外国文学对比。”@譬如，研究 

19世纪蒙古族著名作家尹湛纳希，必须考察其 

作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的含义与相互关系， 

尹湛纳希是如何取材和使用它们的，它们对于 

他和他的作品有什么意义。毋庸质疑，对于尹 

湛纳希是如何取材曹雪芹的《红楼梦》，又如何 

加以改造，从而创作出《一层楼》、《泣红亭》等问 

题的探讨对于撰写文学史与考察尹湛纳希的创 

作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这也是一个民族文 

学研究中普遍遵循的规律，如在研究普希金“个 

人创作和解决他作为一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在 

世界文学发展中的地位问题时，就不能忽视普 

希金与国际间的文学联系和交往这一事实。”@ 

Ts·达木丁苏伦独具慧眼，充分认识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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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研究在蒙古族文学史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 

的现实意义。他说：“文学翻译在蒙古族文学的 

发展历程中起着巨大的、不可抹杀的作用。”⑦ 

这一句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Ts-达木丁苏 

伦对于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地位和作用的清醒 

认识。 

二、确立周边文学关系研究在蒙古族文学 

史中的地位 

Ts·达木丁苏伦对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的 

重视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翻译文学的认识上。翻 

译作为不同民族之间文学交流的载体，历来受 

到比较文学学者的青睐。T8·达木丁苏伦也不 

例外。他充分认识到文学翻译在蒙古族文学的 

发展历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首创性地将文学 

翻译写入蒙古族文学史，以此确立了蒙古族文 

学关系在蒙古族文学史上的地位。n·达木丁 

苏伦在其《蒙古族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一文中 

专门提出三条原则，以此衡量哪些翻译作品可 

以写入文学史。他是这样衡量的： 

1．尽可能地从多角度、多方面探讨这些译 

作。例如，从藏文翻译而来的《故事海》在蒙古 

广泛传播，对蒙古人的文化教育产生了不小的 

影响。这样的作品必定要纳入文学史。又如： 

近年来从俄文翻译而来的苏联文学作品在蒙古 

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对整体文化带来影响。 

2．被翻译的作品促进并影响了类似作品的 

创作，并在文学领域占有一定位置的话，就应该 

探讨这部原作。这类作品有萨班·贡噶坚赞的 

《萨迦格言》等。 

3．探讨译作逐渐变异，反映出蒙古状况，具 

有蒙古特色等方面。这样的作品包括《乌善达 

拉汗传》、《尸语故事》，等等。”⑧ 

由上观之，Ts·达木丁苏伦已经将翻译文学 

看作蒙古族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从翻译对蒙古 

族文学的作用、影响及蒙古读者、作家、社会接 

受翻译作品的角度，阐明了翻译文学是蒙古族 

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在国内外学术界，不少有远见的专家学者 

已经注意到了翻译文学在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 

中应该占有的重要地位。早在 140年前，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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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民主主义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曾说 

过：“假使文学史应当谈谈社会的发展，那么它 

同时应当一视同仁地注意对这个发展有重要意 

义的事实。不管这些事实的最初表现是属于哪 

个民族、哪种文学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 

里所说的“事实”指的就是文学翻译。他的观点 

在 Ts-达木丁苏伦的上述论述中得到进一步的 

阐发。Ts·达木丁苏伦认为翻译作品不仅对蒙 

古本土文学。而且对蒙古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提出鉴于译作对于 

蒙古本土文学、文化、教育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 

的影响，应该把翻译作品写入文学史之中。这 

个观点的提出，源于他对翻译文学在蒙古族文 

学史上所起作用的客观认识，即翻译文学参与 

了蒙古民族文学的发展，并为蒙古民族文学、文 

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尽管Ts·达木丁苏伦是在探讨撰写蒙古古 

代文学史的问题，但是他对翻译文学的考虑并 

没有仅仅停留在蒙古古代文学上，而是还把目 

光投向了蒙古现代文学——“鉴于从俄文翻译 

来的苏联文学作品在蒙古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对蒙古整体文化所带来的影响，这类作品应该 

写入蒙古族文学史。”可见，作为文学史的编写 

者的Ts·达木丁苏伦不仅仅站在作家的立场 

上，而且还从蒙古读者、接受者的角度来考虑文 

学史的撰写。这样书写文学史可以更加全面． 

避免产生片面性和局限性。正如车尔尼雪夫斯 

基所言：“每一个新的欧洲民族的翻译文学都在 

民族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中，或者⋯⋯在教育以 

及审美鉴赏力的发展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只有到了对于翻译文学比现在一般所做 

的更加注意的时候，文学史著作才能避免十分 

不利的片面性。” 譬如，在 19世纪，有大量的 

汉文作品，尤其是汉文小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多地被译介到蒙古地区，它们在蒙古地区的 

广为传播为蒙古作家借鉴和学习汉文创作，丰 

富和提高蒙古本民族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优越和 

便利的条件，对蒙古本土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汉文小说的蒙译及广泛流传，不仅推动蒙 

古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取得长足的发展，而且 

还促成了19世纪蒙古族文学的历史变迁，为尹 

湛纳希的长篇小说创作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如 

果没有对汉文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蒙古族 

文学就不可能在这个时期产生如此重大的历史 

性变迁。如果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忽略汉文小说 

的蒙译，那么就无法准确地把握 19世纪蒙古族 

文学史发展的客观情况。 

Ts·达木丁苏伦提出的第二个原则，实际上 

涉及了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影响问题。“一位作 

家和他的艺术作品，如果显示出某种外来的效 

果，而这种效果又是他的本国文学传统和他本 

人的发展无法解释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位作 

家受到了外国作家的影响。” 例如。在中国魏 

晋时期，印度佛教大规模传人，印度文学对中国 

文学产生广而深的影响。这种影响发展到唐 

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代文学中产生了 

两种新的体裁——传奇与变文。它们是与印度 

影响分不开的。到了宋代，这种影响更加深入。 

更加细致，许多元杂剧的题材都取材于唐代传 

奇。这样，印度文学间接影响了元代的戏曲。⑩ 

因而，在考察唐代传奇和变文以及元杂剧时，印 

度文学的影响不能忽视。蒙古族文学中也同样 

存在着周边其他民族文学或直接或间接的影 

响。譬如，Ts·达木丁苏伦提到的《萨迦格言》就 

属于这种情况。《萨迦格言》是 13世纪藏传佛 

教萨迦派领袖萨班-贡噶坚赞所创作的格言诗。 

《萨迦格言》问世不久被索诺木嘎刺翻译成蒙古 

文。在蒙古地区广为流传，影响了蒙古族文学中 

同体裁作品的创作，如《智慧入门》、《贤明的教 

言》、《纸鸢》等作品都受到《萨迦格言》的影响。 

故而，Ts-达木丁苏伦指出“《萨迦格言》在蒙古 

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将它编人蒙古族文 

学史。“一个作家所受的文学影响，最终将渗透 

到他的文学作品之中，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 

分，从而决定他们的作品的基本灵感和艺术表 

现，如果没有这种影响。这种灵感和艺术表现就 

不会以这样的形式出现，或者不会在作家的这 

个发展阶段上出现。” 

Ts·达木丁苏伦将周边文学作品的流传与 

蒙古族文学自身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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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考察。他不仅看到 

周边文学作品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而且还发掘 

出它们是如何丰富和促进了蒙古本土文学的发 

展。他将翻译文学看作文学研究的对象，从翻 

译对蒙古族文学的作用和影响、从蒙古读者和 

作家以及社会对翻译作品的接受、从深入探讨 

蒙古族文学发展状况的角度考虑，提出了这三 

条标准。 

三、提出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的两个重要 

课题 

(一)关于文学翻译中蒙古本土化的理论阐 

释 

在上述原则的最后一条，Ts·达木丁苏伦指 

出文学翻译蒙古本土化研究是蒙古族文学关系 

研究的重点之一。Ts·达木丁苏伦在《蒙古族文 

学研究的一些问题》一文中继续阐发这个观点。 

他说：“特别是需要细致地研究从藏文翻译过来 

的作品融入蒙古族文学中的迹象及其变化，以 

及该作品所具有的蒙古族文学的特色。⋯⋯对 

于翻译文学逐步发展成为蒙古的作品给予重视 

和研究，是当前蒙古族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 
一 ，，0 

O 

这里，Ts·达木丁苏伦从接受的角度，首先 

谈到了翻译作品的归属问题。通常，一部作品 

在被翻译成其他民族语言之前，并不属于被接 

受民族的文学传统。但是，“从文学被接受的角 

度看，字对字的翻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无懈 

可击的。把一首诗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 

言，只有当它能投合新的读者的趣味时才能站 

得住脚。”⑩为了迎合本民族读者的口味，也为 

了达到本民族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的目的，翻 

译者们往往将原作的文体和语言加以变革，在 

本民族传统中为它找到适当的文体、形式和语 

汇。经过变化的作品，一方面，通过译者的再创 

造，被赋予了独立的艺术价值，获得了“第二次 

生命”。另一方面，经过译者之手，已经打上了 

译者所属民族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生活习俗 

等烙印，折射出译者所属民族的精神，逐步发展 

成为这个民族文学传统的一个部分。 

蒙古的翻译家们在将其他民族的作品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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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蒙古文字的过程中，采用转译、改编、节译、编 

译等再创作方式，使这些作品更容易地被蒙古 

的读者群体所接受。同时，由于受到蒙古民间 

文学El耳相传过程中进行再创作观念的影响， 

译者在翻译他民族文学作品时，进行增删和改 

写，将自己的审美理想注入其中。毋庸质疑，其 

他民族的这些作品经过翻译家的再创作，融入 

了蒙古的文化背景，审美标准、生活习俗，折射 

出蒙古的民族精神。Ts·达木丁苏伦将这种渗 

入蒙古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民族精神的译作称为 

蒙古本土化的作品。 

Ts·达木丁苏伦在其《(蒙古族文学概要)之 

编写的一些经验》一文中肯定了印度文学和中 

国藏族文学对蒙古族文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的 

同时，还论述了蒙古族文学是如何接受印度文 

学和中国藏族文学的问题。他说：“我们在接受 

印度文学的过程中，并不是刻意地保持其原有 

的状态来接受，而是根据自己本民族的生活环 

境对其进行修改、加工以后才加以接受。” Ts· 

达木丁苏伦的这段话阐明了一个“文学影响与 

接受 的过程，同时也 是一个文化 过滤的过 

程。”⑩蒙古人民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 

对周边文学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 

组。而被本土文化所过滤后的周边文学才能对 

蒙古族文学发生作用。 

“翻译不仅属于某一外国作家在某种文学 

中被接受情形的研究范畴，而且也属于文学本 

身的研究范畴。”0Ts·达木丁苏伦也正是基于 

对这两方面因素的考虑，提出了关于翻译作品 

蒙古本土化的课题。因而，这个课题的提出为 

深化蒙古族文学的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切人 

点，对蒙古族文学研究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 

Ts·达木丁苏伦是蒙古学者中提出文学翻译蒙 

古本土化问题的始作俑者。 

(二)关于甄别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中同类 

题材作品的阐释 

“比较并不取消所研究的现象(个人的、民 

族的、历史的)的特殊性质；相反，只有借助于比 

较，才能判明其特性。”④这正是 Ts·达木丁苏伦 

提出甄别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中同类题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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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发点。他试图通过比较研究，甄别这些作 

品的蒙古特性，理清作品状态，纠正早期西方学 

者对蒙古族文学的片面认识。 

甄别类似题材作品的课题是Ts·达木丁苏 

伦为解决蒙古族文学史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而提 

出来的。蒙古族文学在保持优秀的民族传统的 

同时，借鉴和吸收了周边文学的优秀传统而逐 

步走向成熟。蒙古作家主要通过翻译、改写、模 

仿、再创作等多种方式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 

文学。他们从汉语、藏语、梵语等语种翻译而来 

的作品的数量蔚为可观。同时，蒙古的翻译家 

们还有转述或改写其他民族作品的传统。他们 

在翻译介绍中国藏族、汉族和印度古典文学作 

品时不是依据藏文、汉文、梵文逐字逐句地机械 

翻译，而是采取一种灵活的手法，通过改编和加 

工等方式来完成。改编后的作品与原著之间存 

在着一定的出入，已经具有再创作的性质。早 

期的蒙古族文学研究者，尤其是欧洲学者在未 

曾对这些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详尽的考证的 

情况下，将它们完全看作是翻译作品，忽略了这 

些作品的再创造性质，得出了一些错误的认识。 

著名蒙古学家罗费尔称蒙古族文学为“翻译、转 

述、复述他人的文学”。 

随着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佛教经 

籍的翻译大规模展开，其中除了数量庞大的佛 

教典籍被翻译成蒙古文，还有不少世俗文学作 

品也流传到蒙古地区。尤其是一些佛经故事在 

蒙古地区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异，逐步转 

化成为具有蒙古民族特色的作品。喇嘛僧侣们 

在宣讲或注释佛经故事时，并非原封不动、只字 

不易的照本宣科，而是结合蒙古地区的生活特 

点和人们的欣赏趣味作了初步的世俗化的加工 

工作。如《宝贝修饰》在解释叙述佛经《佛说鳖 

猕猴经》的故事时，其中就有六处情节为注释者 

所改编添加，是佛经原作中所没有的。④同时， 

这个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使用蒙、藏两种语言 

进行创作的作家。他们用藏文创作了不少作 

品。过去，由于一些欧洲学者仅注意到了印度 

文学、中国藏族文学对于蒙古族文学的影响，而 

相对忽视了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得出一些 

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认识。著名蒙古学家 B·Ya· 

符拉基米尔佐夫曾说：“‘佛教时期’的蒙古族文 

学中没有世界闻名的作品，甚至它在某种程度 

上对本地的游牧生活的反映和对游牧民族的理 

想的描写，也不足称道。它没有本地的草原的 

气息。在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的是‘佛教情绪’， 

这种文学经常像是第二流的藏族文学。”@还有 

观点认为：“蒙古人把产生于其他人民中的故事 

穿上自己本民族易于理解的外衣。”∞ 

在这种情形下，辨析蒙古族文学的民族特 

性，确认蒙古族文学在亚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 

中的地位，就蒙古族文学研究而言，就比任何时 

候都显得更为迫切。鉴于此，Ts·达木丁苏伦指 

出：“许多印度文学作品通过西藏传到蒙古地 

区。他们被叫做《五卷书》、《罗摩衍那》、《健日 

王传》、《三十二个木头人的故事》、《尸语故事》、 

《故事海》、《佛本生故事》等。这都是事实。但 

在这些事实的背后又有许多不是那么真实的东 

西。佛教文学《故事海》、《佛本生故事》从梵文 

译成蒙古文，从藏文译成蒙古文印行以后没有 

发生很大变化，这也是事实。而世俗性质的故 

事翻译成藏文、蒙古文后发生的变异也很多。 

不仅如此，西藏、蒙古的作家们在印度作品中自 

己编写并添加了部分章节或片段。尽管藏文、 

蒙古文的一些作品在名称和形式上与印度原作 

品相似，但在内容上则完全是另一部作品。”@ 

“不比较不能鉴别”，“衡然后知轻重”。显 

然，局限于蒙古族文学范围内是无法解决这个 

问题的。对于这些具有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 

和跨学科的特点的作品进行分析和考察，必须 

突破民族、语言、国家的界限，在比较映照中发 

掘和确定这些作品内在的蒙古民族特性。因 

而，Ts·达木丁苏伦首创性地提出了甄别蒙古族 

文学与周边文学中题材、主题类似作品的课题。 

他试图通过这个课题的研究，鉴别出这些作品 

的蒙古族文学属性，确认它们的蒙古族文学身 

份，以达到纠正错误观念，提升蒙古族文学地位 

之目的。 

四、Ts·达木丁苏伦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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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撰写文学史之准备 

1rs·达木丁苏伦的文学关系研究，集中反映 

在他的《(格斯尔传)的历史根源》、《萨迦·班第 

达的(萨迦格言)及其注释》、《古代印度著名学 

者龙树的(育民甘露)及其注释(如意宝修饰)》、 

《杜鹃传》、《檀丁的(诗镜)概述及其注疏》、《西 

藏、蒙古的尸语故事》、《关于健日王传的三本 

书》、《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月兔本生》、 

《天鹅处女故事》、《(罗摩衍那)在蒙古的传播》、 

《西藏古典文学及其蒙古译本》、《(五卷书)的西 

藏、蒙古故事汇编》等著述中。这些著述大部分 

是Ts·达木丁苏伦在筹备编写蒙古古代文学史 

的过程中撰写的，并且都收入他主编的《蒙古族 

文学概要》中。它们普遍反映出一种思想，即在 
一 定的历史条件下，蒙古族文学在保留和继承 

本民族的传统和特色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 

优秀的文学传统，创造性地丰富发展起来。这 

是Ts·达木丁苏伦在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方面 

所进行的多次实践 、反复探索后得到的一种认 

知。此外，在将翻译文学作品纳入文学史的三 

条原则中，我们发现 Ts·达木丁苏伦并不主张 

把蒙古族文学史上所有的翻译作品都盲目地写 

入蒙古族文学史，而是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纳入，而写入的标准是出于全面撰写 

文学史的角度考虑的。可见，1rs·达木丁苏伦的 

蒙古族文学关系研究并非是基于探讨文学作品 

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渊源。而是以探究蒙古民族 

文学传统在与周边文学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如何 

丰富和发展起来为目的的。“作家之间的文学 

关系的确定很显然是编写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准 

备工作。”∞Ts·达木丁苏伦的文学关系研究，是 

他从蒙古族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书写 

蒙古族文学史所做的前期准备。 

(二>从接受角度进行的文学关系研究 

“比较文学研究者可以从产生影响的作家 

的观察点出发研究，也可以从受影响作家的观 

察点出发研究。”∞在以往的文学关系和文学影 

响的研究中，往往侧重于影响的结果上。重视某 

作家受到某作家或某部作品的影响，而相对忽 

视对翻译作品本身的研究。Ts·达木丁苏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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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从接受的角度，提出了翻译作品的蒙古本土 

化的研究课题。这是Ts·达木丁苏伦文学关系 

研究的一个特色。 

在文学关系研究中，尽管 Ts·达木丁苏伦 

积累和掌握了蒙古族文学中与周边文学题材、 

主题相类似的大量作品，但是他并不局限于只 

是找到这些作品之问的渊源关系，或是仅仅考 

证和阐明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的事实和流传途径，他更为关注的是这些作品 

中有哪些因素被蒙古作家吸收了，哪些被变革 

了，哪些被排斥了。蒙古作家吸收这些东西之 

后做了些什么。所完成的文学作品又产生了什 

么效果等等问题。他着重于分析文学传播中的 

过滤、变形、转化、融合和创造，提出了文学翻译 

蒙古本土化及甄别与周边文学题材类似作品的 

课题。他的《萨迦·班第达的(萨迦格言)及其注 

释》、《西藏、蒙古尸语故事》、《育民甘露的蒙藏 

注释》、《关于健13王传的三本书》、《(罗摩衍那) 

在蒙古的传播》、《(五卷书)的西藏、蒙古故事汇 

编》等大多数著述都以考察蒙古作家、翻译家、 

读者等接受群体如何接受印度和中国藏族文学 

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因而，立足于蒙古族文学史研究的Ts·达 

木丁苏伦的文学关系研究，主要从翻译、模仿、 

借用、影响等蒙古族文学借鉴周边文学的各种 

方式上展开。 ， 

(三)注重事实联系 

注重事实联系是 rrs·达木丁苏伦文学关系 

研究的特色之一。他曾明确指出：“在合理的范 

围内，以事实为依据，进行比较才能够得出令人 

信服的结论。” 以事实依据为其立论与展开论 

述是 1rs·达木丁苏伦文学关系研究的根本依 

托。他的《天鹅处女故事》、《(罗摩衍那)在蒙古 

的传播》、《西藏、蒙古尸语故事》、《关于健Et王 

传的三本书》等研究均是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 

础之上的，实事求是地对蒙古族文学与周边文 

学关系进行梳理和解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1rs·达木丁苏伦因为其开创性的比较文学 

研究，在蒙古族文学研究史上确立了自己突出 

的学术地位。他对周边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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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践，对于蒙古族文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他有关蒙古族文学关系的理论探索 

与实践，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只有弄清本民族 

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交往与关系，才能够正确认 

识本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同时，也为我们展 

现了在蒙古族文学研究中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的 

深远意义和美好前景。从这个意义说，rrs·达木 

丁苏伦是蒙古比较文学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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